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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主体、深融合”的中职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数控专业手动加工零件课程

罗霞荣
（东莞理工学校，广东 东莞 523000）

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双高”建设背景下，

职业教育需要坚持社会需求导向，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依

托，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并与一流企业和

行业共享资源，深度推动产教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 “双主体、深融合”的内涵和意义
“双主体、深融合”是指学校与企业两个主体进行结合，将教

育和生产深度融合，两者进行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从而使职业

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科学研发、教育教学、技能提升、素

质培养、生产劳动和服务社会等多种因素一体发展。其基本内容

是要落实“五个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

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其根本目的改进教学质量，

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培养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2 “双主体、深融合”现状分析
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由于学校与企业、生产与教育

属于不同的主体，其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方向是不一样的。学校是

以培养社会综合性人才为目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注重学生

素质的培养，追求高就业率，培养的过程时间较长。而企业主要

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其注重高素质和高效率并存，用低的投资、

短时间换取高回报。而在实训过程中涉及学生的生产安全等方

面因素，企业由于多方面因素不愿深度参与校企合作。其次是学

生在校期间的顶岗实习，据了解学生到企业后是直接上岗参与

生产，企业方为了节省成本，没有对学生进行充分的培训，很多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等情况而容易出现一些常见的

受伤问题。而派教师到企业顶岗实习，也是一些形式上的，没有

具体的内容，形成产教“融而不合”的现象。

3 改善产教融合现状对策
产教融合是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

要，是中职学校深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是提高和强

化学生技能和综合素质。下面以数控专业手动加工零件课程为

例，阐述“双主体、深融合”的应用过程并提出改善产教融合现状

对策。

3.1 采用“引进来，走出去”模式
“引进来”，是指将企业工作方式引进来，如订单模式，学校可

以采用订单班培养模式开展教学。在数控专业《手动加工零件》

课程中，以“斜角规制作”这一任务订单的模式组织教学，该项目

以任务驱动为主线，开发“新型活页式教材”，以“企业岗位工作

要求、职业标准、工作过程为主体内容，同时将“立德树人、课程

思政”深入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以实现教材内容与教学设备、学

情、企业岗位需求匹配，从而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这样培

养人才的方式，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入对接和融合，大大

缩短学生过渡到企业工作的时间，解决企业对人才使用培养的

时间问题。

“走出去”是指学生到企业的顶岗实习和教师到企业的顶岗

实习。学校严格制定教师顶岗实习制度和学生顶岗实习制度，规

范评优、奖励等激励机制。在教师顶岗实习方面，规定实习实践

内容和研究方向，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去顶岗实习，这样能提升

教师技能操作水平，促进教师对教书育人有更深刻的理解并进

摘 要：如何有效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更新中职教学模式，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 而构建"双主体、深
融合"的创新教学模式是中职教育必然趋势，是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应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举措。 为此，
本文以中职数控专业《手动加工零件》课程为例，阐述"双主体、深融合"的教学应用，分析"双主体、深融合"的现状，并提出
改善产教融合现状的对策，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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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学改革。在实习结束时开展实习总结汇报会，实现产、学、研

结合，使教师成长最大化。学生的顶岗实习，学校严格规定专业

对口的实习制度，让学生通过学校的理论学习过渡到企业的生

产实践，学以致用，这样更能让学生体会“工匠精神”的深刻内

涵，促使学生更加明确和坚定学习初衷，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3.2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有机融入课堂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当今时代教育的主题。在教学组

织过程中，可以引入“企业匠人”进行宣讲，以榜样学习的方式，

激励学生学习，以“工匠精神”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实现课政有机

融合。在手动加工零件课程的“斜角规制作”项目中，结合信息化

技术应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平台，给学生推送优秀学习资源。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具体安排如下：

任务一：工艺分析，课前互动平台发布微视频“劳动铸就中国

梦 1”—劳动改变命运，课中进行订单式学习，体验劳动式可以穿
凿经济收益的，课后慕课拓展，发布微视频“劳动铸就中国梦 2”
—劳动创造财富，情感升华，通过体验什么是劳动价值，树立劳

动精神意识形态；任务二：划线，通过课前微视频“劳动铸就中国

梦 3”—劳动点亮智慧，先启蒙学生，然后通过划线操作过程的体
验，课后学习强国平台推送机械类的“劳模”视频，让学生进行劳

动精神认同；任务三：多孔制作，通过微视频“劳动铸就中国梦 4”
—劳动提升品质，启发学生困难面前不折不挠，迎难而上，课中

钻孔学习过程中，深刻体会克服困难后的洒脱与自豪；任务四：

万能角度尺使用方法，通过微视频“大国工匠”，启发学生对专业

学习精益求精，结合万能角度尺的使用方法，读数精确等内容进

行渗透，学生深刻领悟劳动精神中的“精益求精”状态，课后微视

频学习“劳动铸就中国梦 4”—劳动缔造幸福，促进学生进一步领
悟劳动精神品质；任务五：斜角制作和圆台阶制作，通过微视频

“劳动铸就中国梦 5”—劳动彰显国魂，启发学生学好技能，为祖
国争光，树立“我劳动我光荣”的学习信念，在实训过程中，通过

实际操作体验，反复打磨加工产品，直至收获满意结果，促进学

生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精神，最后微视频“世界技能竞赛”学习，

加深爱国热情和劳动热情；任务六：产品交付与评价，这一环节

引入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三坐标测量，通过学习三坐标测

量技术，学生学习和体验操作，深刻体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完成项目后引入企业专家和企业“匠人”给学生做宣讲，楷模就

在身边。

通过每个子任务，推送相关学习引领内容，启发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坚定工匠精神信念，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在困难面

前不折不挠，勇往直前。手动加工零件是采用传统加工工艺加工

零件方法，劳动强度较大，需要一定的精神支撑才能将产品做得

更加精致，这也是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3 教学诊断评价落实落地
教学诊断评价是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

判断并为教学决策服务的，是对教学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

做出判断的过程。通过科学合理的诊断和评价，可以帮助教师找

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优化和改进教学设计。所以中职学校

需要高度重视教学诊断评价，这样既可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又

可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在手动加工零

件—斜角规制作项目中，根据企业需求导向，制定多元化诊断和

评价方式。通过每一个子任务进行设计多维度评价（知识、技能、

素养）和多元化评价（自评、互评、师评、企业专家评），引入企业、

行业专业人士进入到教学评价中。

接着进行阶段性诊断和优化改进，最后将所有的评价数据进

行专业化大数据分析，帮助学生改进和优化学习方法，扬长补

短，精益求精。通过评价学校、评价教师和评价学生相结合，推动

专业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教学效果会更加明显。

3.4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引入
通过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有机结合，可以将学习者由浅到深

地引向深度学习。“线上”的教学不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辅助或者

锦上添花，而是教学的必备活动，“线下”的教学不是传统课堂教

学活动的照搬，而是基于“线上”前期学习成果而展开的更加深

入的教学活动。手动加工零件———斜角规制作项目，通过教学互

动平台线上发布学习任务、学习资讯、课前测试等内容，教师在

线下授课时可先根据学生线上课前学习情况展开教学，这样的

模式会更加具体而生动，让学生明白学习之需，若有对所学内容

困惑得不便于当面请教老师，学生可以进行线上互动提问，这样

可以实现因材施教。在教师示范操作过程中，引用线上直播技

术，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观看教师操作，解决一群学生围观教

师示范的不良情景。聘请企业、行业高技能人才为学生进行网络

教学和技能讲座，让学生获得最新的专业技术。应用数字化网络

课堂推送相关的微课和慕课，让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知识

点、技能操作要点的学习等。以更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

习方式，帮助学生将职业学习和终身学习更好地结合。

4 结语
职业教育要高度重视产教融合，通过“双主体，深融合”的教

学模式，在企业、行业优质资源的共享下，基于任务订单模式，以

任务驱动为载体，以问题为导向促进教学设计不断优化，促进教

师业务水平和学生技术技能双提升。教学过程有机融入“工匠精

神”等思政内容，促进人才综合素养的提升，引入线上线下互动，

构建新型实践教学模式等举措，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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